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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按照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的

决策部署，江西省财政厅高度重视，

成立厅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工作领

导小组，坚决把做好“六保”“六稳”工

作作为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

为的着力点和支撑，充分激发财政资

金的杠杆效应和财政政策的激励导向

作用，坚持“加”“减”并行、“保”“压”

并举、“质”“效”并重、“防”“放”并施，

打出政策“组合拳”，打好资金“金算

盘”，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把住社

会民生“底线关”，最大限度对冲疫情

影响，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坚持“加”“减”并行，保市场，

稳投资

一是加大疫情防控资金投入。按

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安排相

关经费，并开通“绿色通道”及时拨付

防控资金。截至 6 月底，全省财政已

投入 33.3 亿元用于疫情防控 ；省财政

制定出台医疗保障、经费保障、政府

采购、复工复产等 50 多个文件。

二是加大债券发行力度。截至 6

月底，中央下达江西省 2020 年政府债

务新增限额 1887 亿元，其中提前下达

的新增债券限额 1257 亿元已发行完

毕 ；成功发行再融资债券 184.4 亿元，

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真金白银”。

三是加大基建投资力度。截至 5

月底 , 已下达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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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等

“补短板”资金 146.5 亿元，为进一步

稳住全省经济发展“基本盘”提供重

要支撑。

四是落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全

面落实国家系列减税降费和江西省以

“稳增长 20 条”为统领的“1+N”政策

体系，在中央授权范围内“顶格”减税，

落实落细税收及租金减免、社保降费、

公积金缓缴等惠企政策，重点减轻中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行业企

业税费负担，把该减的税减到位，该

降的费降到底，积极为市场主体纾困，

进一步稳住市场预期，保住市场主体。

截至 6 月底，在中央授权范围内“顶

格”减税降费 676 亿元，减征缓缴社保

收费 126 亿元 ; 落实行政事业单位及

所办企业租金减免政策，为承租国有

资产类生产经营用房的 5.2 万户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 8 亿元。

坚持“保”“压”并举，稳三保，

兜底线

一是坚决压减一般支出。严格落

实省委、省政府“过紧日子”18 条硬

举措，着力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

确保“该减的减到位，该压的压到底”。

2020 年省直部门会议费、培训费、差

旅费总额较上年压减 15% 以上，劳务

费、维修（护）费总额只减不增。压减

“三公”经费，2020 年各级各部门因

公出国（境）费和公务接待经费支出

总额较上年决算压减 15% 以上。硬化

预算执行约束，不得再出台增加当年

财政支出的政策，不得要求下级安排

配套资金。确保基本民生投入只增不

减，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增强民生政

策可持续性，对违规擅自出台政策、

过高承诺、过度保障的，扣减省级补

助资金。

二是推进实有账户资金清理。出

台《江西省省直部门实有账户资金定期

清理工作方案》，对省直单位实有账户

中沉淀闲置资金、低效无效资金实行

常态化清理并开展监督核查，全面清

点“家底”，做到应清必清、应缴必缴、

应收尽收，聚拢“零钱”，用活“死钱”。

三是压实“三保”主体责任。加

大经费保障和库款资金调度力度和频

次，牢牢兜住县级“三保”底线。上半

年 , 已下达市县各项补助资金 2294 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81 亿元 ; 向市县

调度资金 714 亿元，超计划调度近百

亿元 ；将中央财政提高的阶段性留用

比例现金流 26.7 亿元，全部留给市县

使用，切实提高县级财政资金保障水

平。全省“三保”运行总体平稳，未出

现欠发工资、基本民生及基层运转保

障不到位的情况。1—6 月，全省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436.6 亿元，其中，

安排用于民生类支出 2757 亿元，占支

出比重 80.2%。

 特别是坚决履行脱贫攻坚政治

责任，重点依托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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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强化扶贫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

用绩效，助力完成脱贫任务“歼灭战”。

今年，省级财政预算安排扶贫专项资

金 40.14 亿元，比去年增长 20%，高于

中央下达江西的资金增长幅度。目前

中央和省级资金 76.81 亿元已全部下

达。江西省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以

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和财政

涉农扶贫资金统筹整合工作考核再获

全国优秀，获得中央财政 3.8 亿元奖

励和 1.7 亿元专项财力性补助。

坚持“质”“效”并重，加杠杆，

保产业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

撬动作用，坚持市场化运作，杠杆化

投入，加力加码实施系列财政金融政

策，加强政策协同，帮扶企业“战疫

情”“渡难关”，促进全省“2+6+N”产

业发展。

一是加力加码实施财政“两通”。

提出 10 条财园信贷通创新举措，推行

财园信贷通供应链金融模式，支持产

业链供应链上企业发展。截至 6 月底，

财园信贷通当年累计发放贷款 201.76

亿元，同比增长 45.91%，惠及中小微

企业 3932 户，为中小微企业节约利息

支出 1 亿余元。新增多家“财政惠农

信贷通”合作银行，持续扩大放贷规

模。截至 6 月底，全省累计贷款 664.15

亿元，累计受益户数达 13.68 万余户，

贷款余额 113.32 亿元，当年新增贷款

49.84 亿元。

二是加力加码实施财政“两金”。

用好用足省产业发展引导基金、融

资担保基金等模式，支持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支持保产业链供应链。截

至 6 月底，省引导基金累计发起设立

53 支子基金，工商注册总规模 343 亿

元，累计已完成项目投资落地 199 亿

元，平均杠杆比例为 1：4.3，投资收益

1108 万元。省融资担保公司与国家融

资担保基金完成对接，并提出 25 条政

策“干货”，为小微企业、“三农”等普

惠领域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持。创

新“抗疫担保贷”“复工担保贷”“银担

复工贷”等系列“抗疫”担保产品，在

体系内 56 家担保机构推广。截至 6 月

底，全体系为全省 1465 户企业提供

74.19 亿元系列“抗疫”担保贷款，为企

业减免担保、再担保费 2955.18 万元。

三是加力加码实施财政“两补”。

用足用好贴息补助、专项再贷款等政

策，多管齐下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加

强创业担保贷款资金保障，提前下达

贴息及奖补资金 4.87 亿元。截至 6 月

底，全省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05.36

亿元，直接扶持个人创业 7.57 万人次，

带动就业 27.87 万人次。截至 6 月底，

全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符合再贷

款贴息政策 544 笔，贷款金额 96.4 亿

元，财政承担贴息资金 2.1 亿元。

坚持“防”“放”并施，稳运行，

优环境

一 是 坚 决 防 住 债 务 风 险。以 省

委、省政府名义出台防范化解地方政

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实施意见，建立健

全债务动态监测、风险预警、约谈问

责等机制，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

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切实防范和

化解债务风险。围绕国家和省委、省

政府重大战略部署，结合市县财力、

债务风险等因素合理分配债务限额。

严格落实隐性债务化解方案，层层压

实化债责任，确保如期完成年度化债

任务。加快地方融资平台整合转型，

力争年底前各设区市整合为 2 至 3 家，

各县（市、区）整合后不超过 2 家，乡

镇不保留融资平台公司。加强对省财

政集中统一管理的金融企业监管，切

实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高

度关注金融风险，防止金融风险转化

为财政风险。

二是坚决推进“放管服”改革。本

着“应减必减、该放就放”的原则，梳

理、优化、压减财政政务服务事项和

权力清单，在非税收缴、政府采购、预

算评审、会计服务等领域推行“一网通

办”和“一次不跑”“只跑一次”，精简

办事程序、降低办事成本，为企业和个

人创造实实在在的便利。全面实施财

政票据和非税收入收缴电子一体化改

革，收缴系统与“赣服通”成功对接,实

现交通罚没、教育缴费、医疗票据等在

线缴交 ；推广运用政府采购网上商城

模式，建立政府采购“绿色通道”，提高

采购效率 ；财政预算投资网上评审正

式运行，会计业务审批推行“零见面”，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分支机构执业许可

预约服务，政务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三是着力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先

后制定出台教育支出和科技支出领域

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实施方案，在省直行政单位和参公

事业单位全面实施零基预算，对存量

基数全部“清零”，改变省级部门预算

长期以来形成的“基数 + 增长”编制方

式，打破利益固化格局，着力解决部

门之间经费不平衡、支出进度慢、结

余结转大、资金绩效不高等问题，着

力提高预算管理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选择一些部门一级项目支出绩效目

标随部门预算上报省人代会审议并公

开，提高部门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自

我提高的内生动力，提高资金使用绩

效，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要问责，低

效多压减，有效多安排。

（作者单位 ：江西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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